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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自主决策+教师参与式

治理与学生学业成就

祁
!

翔!何瑞珠

!摘
!

要"本文基于
()"(

年上海
JKEV

数据"利用多层回归模型分析学校自主决策和

教师参与式治理对学生数学!科学和阅读素养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上海学校

的决策自主程度和教师参与决策程度均低于
O/*C

国家平均水平#其次"学校自主

决策并不能提高学生学业成就"但允许教师参与学校治理有利于学生学业成就#最

后"具体到各决策领域"学校财务预算及职员配备决策自主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业成

就&教师参与职员配备决策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业成就"但教师参与薪酬决策反而不

利于学生学业成就#本文结合上海的教育制度对此进行解释"并就如何促进基础教

育学校自主决策!教师参与式治理以改善学习成效提出建议#

!关键词"学校自主决策&教师参与式治理&学业成就&

JKEV

&教育治理

一+引言

近三十年间!各国政府对基础教育质量格外关注!不断增加基础教育财

政投入以改善学校物力和人力条件%然而!更多的资源投入并未带来更优质

的教育成果"

L.-52+8]

!

())F

#%于是!各种改革措施出台!其中学校分权

"

20+$$%4808-6<.%,H.6,$-

#或称放权"

489$%56,$-$3.56+$<,6

=

6$20+$$%2

#格外受

到青睐%在教育领域!按照权力下放层级!教育分权主要分为省分权+市分

权+区县分权+学校分权%其中学校分权指决策权力由教育行政部门下放到

学校"

L.--.:.

=

.-4*.<-$

=

!

">>F

#%理论上!由于学校管理层比教育行政

部门更了解学生需求!如果被给予更多自主权!能够对学生需要做出更为迅

速而有效的回应!更加合理地使用本校资源!因此学校分权理应对学生学业

成就产生正面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透过)校本管理*"

20+$$%ZU.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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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来施行学校分权!对学业成就的提高效果显著"

*+8-

M

!

">>F

#%在自上而下关于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不断强调下!以及自下而上的

)校本课程*)校本教研*改革推动下!国内一些学校也显现出学校分权的特征%

以往调查研究发现!不少中小学已经拥有较大办学自主权!主要体现在学生

评价等方面"

f,

!

()"A

#%尽管已有实证研究考察了中国中东部农村地区学校

分权对学生数学成绩的影响"薛海平和王蓉!

()")

#!但鲜有实证研究探讨中

国城市地区学校分权及其对学生其他学科学业的影响%为此!本文利用上海

JKEV()"(

数据考察学校分权两大范畴...学校自主决策和教师参与决

策...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领域的学校自主以及教师

参与决策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据此提出进一步促进基础教育学校分权的

建议!以改善学习成效%

二+文献回顾

西方学者探究学校分权的实证文献比较多!主要围绕学校自主+教师参

与决策等议题展开!目的是考察学校分权能否提高学生学业成就及改善学校

绩效%在学校自主方面!研究显示对学校自主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而言!

学校自主对学生学业成就无影响或负面影响%例如!

T5--.<22$-

等人"

())>

#

基于拉丁美洲
")

国数据的研究发现!学校自主对学生成就无显著影响%

J.%866.

"

()"I

#利用意大利的国际公民调查和国家教育评估所的国家标准化测

试成就来研究学校自主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结果表明学校自主程度越高!

学生的成就"意大利语言+数学和公民知识#越差%此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而言!学校自主对学业成就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

L.-52+8]

等人

"

()"F

#基于
JKEV()))?())>

年
I(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在发展中国

家!学校自主对学业成就具有负向作用$而在发达国家!结果正好相反%汉

纳谢克等人将其归因为&在教学管理水平低下与资源不足的国家或地区!即

便学校被给予更多自主的权力!也无法有效对学生需求做出正面回应!此时

学校自主不能提高学业成就%具体到不同决策领域!学校自主对学生学业成

就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基于
JKEV()))

跨国数据!

N.2%$:2],

等人"

())A

#首

先采用因素分析方法将
JKEV

有关学校自主的
"(

项题目归纳为人事管理+财

务资源+学生政策+课程四个方面!然后采用多层回归分析发现学校人事管

理自主对学生阅读素养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学校财务资源+学生政策和课

程自主对学生阅读素养无显著影响%

S50+2

和
d$8221.--

"

())@

#利用

JKEV()))

跨国数据发现!学校在课程内容设置或确定起薪方面的决策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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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对学生学业成就"数学+科学和阅读素养#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在选择教材

方面的决策自主权对学生学业成就未产生显著影响%

在教师参与决策方面!有关教师参与决策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关系的经

典理论认为!一方面教师参与决策是一种有效的上传"学校管理层#下达"学

生#的沟通途径"

*$-:.

=

!

">@I

#%教师参与决策给予管理人员更多了解教学

事务的机会!从而使决策更加贴近日常课程与教学%另一方面!教师会更支

持自己参与制定的决策!也更乐意配合管理层执行学校政策%在实证研究方

面!

N0*$<1.0]ZR.<],-

"

">@!

#研究发现!在那些教师能够参与决策的学校!

学生学习成就更高%

N.<]2

和
R$5,2

"

">>A

#研究发现!教师参与决策能够通

过影响学校教学组织进而影响教学质量和学生成就%

E1

=

%,8

等人"

">>D

#研究

发现!教师参与决策对学生成就的影响!与增加问责+提供组织学习机会!

以及减少教师自主密切相关%解洪涛等人"

()"!

#基于东亚十国
JKEV())>

数

据进一步分析在不同国家文化中!教师参与决策对学校绩效的影响%该研究

在证实教师参与决策对学校绩效有着正面显著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国家的民

主决策程度越高!教师参与决策的程度也越高$国家越尊重传统!越保护)面

子*!教师越不愿意参与学校决策%

中国学者开展学校分权实证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更多关注)以县为主*的

教育管理制度及其对学生成就的影响%徐宏升"

())>

#通过对河南省调查发现!

)以县为主*教育管理体制限制学校在校长任免+教师调动+经费分配等方面

的自主权!学校无法充分运用奖惩制度调动教师积极性%朱小蔓和李敏

"

())@

#指出由于县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资源有限且管理方式行政化!)以县为

主*教育管理体制阻碍教师发展的专业管理和灵活指导%李小土等人"

()")

#通

过分析西部某省
()

个县的数据发现!人事权力下放有利于基层教师激励机制

的建立!而人事权力的过度集中不利于教师管理和形成激励%在学业成就方

面!薛海平和王蓉"

()")

#考察在中国中东部农村义务教育中!学校分权对学

生数学成就的影响!研究发现!学校拥有人事自主权和学校被赋予决定绩效

工资的权力都有利于提高学生数学成就!而学校拥有财政自主权对提高学生

数学成就具有负面作用%

综上所述!学校自主的效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国或该地区已有的学校

自主程度%在学校自主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鲜有研究显示学校自主能

提高学生学业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校自主的)天花板效应*"

08,%,-

M

833806

#%此外!学校在不同领域的决策自主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不尽相同%

反观中国!)以县为主*教育管理体制打破了)以乡镇为主*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效率低下的局面!对缩小县域内城乡教育差距起到积极作用%然而)以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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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也存在一些弊端!有可能削弱学校办学自主权!限制教师

参与决策%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一味地提高学校办学自主权%

正如以往研究所言!由于教学管理水平低下与资源不足的限制或受到保护)面

子*的传统所累!学校分权有可能对学业成就产生负面影响%

三+研究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
O/*C

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

J<$

M

<.13$<K-68<-.6,$-.%

E6548-6V2282218-6

!简称
JKEV

#%

JKEV

从
()))

年开始实施!每三年一次!

截至
()"!

年共完成
D

次测试%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衡量
"!

岁学生迎接当今

知识社会挑战的能力%本文使用上海
JKEV()"(

数据!该调查采用两阶段分

层抽样"

Y:$Z26.

M

8E6<.6,3,84E.1

X

%,-

M

#的方法%首先对第一阶段学校进行分

层!以保证每个外在层级中被抽中的学生比例与
JKEV"!

岁学生总体在每个

外在层级上的比例大致相同%其次!在被抽中的学校内!所有
"!

岁的学生都

以相同的概率被抽样!一般每所学校的目标集群规模"

Y.<

M

86*%5268<E,H8

#为

F!

名学生%

()"(

年上海共有来自
"!!

所学校的
!"AA

名学生参加
JKEV

测试!

代表大约九万名
"!

岁的上海学生%考虑到部分变量有缺失值!本文采用

IAA!

个学生样本%

#二$变量

首先!因变量是通过数学+科学和阅读素养来衡量的学生学业成就%

"

其中上海学生数学素养成就平均值为
D"(&(>I

分!标准差为
>>&>FD

分$科学

素养的平均值为
!@)&(@)

分!标准差为
@)&AII

分$阅读素养的平均值为

!D>&(AF

分!标准差为
A@&I>F

分"见表
"

#%

本文感兴趣的变量是学校自主和教师参与决策!通过学校决策自主指数+

学校各领域决策自主变量+教师参与决策指数以及教师参与各领域决策变量

来衡量%第一!学校决策自主指数"题项与信度参见表
(

#的建构如下&校长+

教师或学校管理委员会至少一个选择了某题项!则该校在该题项计
"

分$否

则!计
)

分%然后!

O/*C

(

JKEV

专家小组采用项目反应理论并且依照

O/*C

国家平均为
)

!标准差为
"

进行标准化调整%由表
"

可知!学校决策

自主指数均值为
?)&)((

!标准差为
)&@AF

!其指数值稍低于
O/*C

国家平均

" O/*C

国家平均分为
!))

分!标准差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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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由此推断上海学校的决策自主性比
O/*C

国家低%第二!教师参与决

策指数衡量教师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的程度!该指数"题项与信度参见表
(

#建

构如下&教师选择了某题项!则在该题项计
"

分$否则!计
)

分%然后!

O/*C

(

JKEV

专家小组采用项目反应理论并且依照
O/*C

国家平均为
)

!标

准差为
"

进行标准化调整%上海的教师参与决策指数平均值为
?)&DI)

!远远

低于
O/*C

国家平均水平%第三!本文参考
L$

"

())!

#的分类方法尝试做进

一步的分析!将学校决策自主指数和教师参与决策指数中
"(

个题项分为
!

大

领域的决策自主!包括职员配备+教师薪酬+财政预算+学生事务+课程教

学%学校各领域决策自主变量建构如下&首先采用与学校决策自主指数相同

的计分方式!然后学校职员配备自主取题项
"?(

的平均值!学校教师薪酬自

主取题项
F?I

平均值!学校财政预算自主取题项
!?D

平均值!学校学生事

务自主取题项
A?>

平均值!学校课程与教学自主取题项
")?"(

平均值%教

师参与各领域决策变量采取类似的方式建构&首先采用与教师参与决策指数

相同的计分方式!然后对各领域题项的得分取平均值%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学生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学校

层面特征%首先!个体层面包括性别+学校类别以及出生地%在性别方面!

女生占
!"&Db

$在学校类别方面!

II&!b

学生就读于普通初中!

"&Ib

学生

就读于
D?A

年的中职!

FI&Fb

学生就读于普通高中!

">&@b

学生就读于职业

高中$在出生地方面!

A>&"b

学生出生于上海!

">&Ib

学生出生于大陆其他

省份!在港澳台和海外出生的学生分别占
)&Ib

和
"&"b

%其次!家庭背景变

量包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家庭结构%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平均值为
?)&FA"

!低于
O/*C

国家平均值%双亲家庭的学生占
@A&>b

!单

亲家庭的学生比例达到
>&!b

!不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学生占
(&Db

%最后!学

校特征变量包括学校资源+规模+生师比+教师质量和办学性质%学校资源

由教学人员短缺+学校教育资源质量和学校基础设施质量三个维度组成!

$

指数值分别为
)&AI!

+

)&"@(

和
?)&"()

%其中学校基础设施质量平均值低于

O/*C

国家平均值!其余两个维度指数值高于
O/*C

国家平均值%上海学校

"

$

对家庭教育资源拥有物+家庭文化拥有物+家庭财富拥有物和家里藏书量采用项

目反应理论获得家庭拥有物指数%然后!通过对父母最高职业地位+父母最高受教育年

限和家庭拥有物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获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根据项目反应理论构建!最后根据
O/*C

国家平均为
)

!标准差为
"

进行标准化

调整%其中教学人员短缺指数越高!表示教学人员短缺情况越严重$而学校教育资源质

量和学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越高!表示该校的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越好%维度的题项与

信度参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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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学生规模约为
"I""

人!每个班级的学生数"约为
F>

人!学生对教师

的比例为
"(

%教师质量方面!

>D&Ab

的教师拥有职业资格证书%办学性质分

为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其中民办学校占
>&Fb

%

#三$方法

本文利用多层回归方法研究学校自主和教师参与决策对学生学业成就的

影响!具体的建模过程为&首先!采用零模型&

8.

'

`

8))

a

(

)

A

a

"

.

A

!

$ 将学生

学业成就差异分解为学校间差异和学校内差异%其次!模型
"

在零模型基础

上加入学生及家庭背景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模型
(

在模型
"

基础上再加入学

校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最后!在模型
(

基础上分别加入学校自主"模型
F

#和

教师参与决策"模型
I

#来考察学校自主和教师参与决策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

响%这些模型的具体表达式如下&

模型
"

&

学生层面
8.

A

;

#

)

A

<

#

K

J

;

"

#

J

A

学生及家庭背景
J

!

.

A

<"

.

A

学校层面
#

)

A

;$

))

<

(

)

A

$

#

J

A

;$

J)

!

J

;

"

!11

K

模型
(

&

学生层面
8.

A

;

#

)

A

<

#

K

J

;

"

#

J

A

学生及家庭背景
J

!

.

A

<"

.

A

学校层面
#

)

A

;$

))

<

#

@

+

;

"

$

)+

学校特征
+

!

A

<

(

)

A

$

#

J

A

;$

J)

!

J

;

"

!11

K

模型
F

&

学生层面
8.

A

;

#

)

A

<

#

K

J

;

"

#

J

A

学生及家庭背景
J

!

.

A

<"

.

A

学校层面
#

)

A

;$

))

<

#

@

+

;

"

$

)+

学校特征
+

A

<'

学校自主
A

<

(

)

A

$

#

J

A

;$

J)

!

J

;

"

!11

K

模型
I

&

学生层面
8.

A

;

#

)

A

<

#

K

J

;

"

#

J

A

学生及家庭背景
J

!

.

A

<"

.

A

学校层面
#

)

A

;$

))

<

#

@

+

;

"

$

)+

学校特征
+

A

<)

教师参与决策
A

<

(

)

A

$

#

J

A

;$

J)

!

J

;

"

!11

K

"

$

班级规模问题有
>

个分类选项!从)

"!

位或更少*到)超过
!)

位*%最终的班级规

模变量使用每个选项的中间值%

学生层面
8

.

A

`

#

)

A

a

".

A

!学校层面
#

)

A

`

$))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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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层面!因变量
8.

A

代表每个学生学业成就$

#

)

A

指随机截距项$)学

生及家庭背景
.

A

*为学生及其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J

指第
]

个学生层面解释变

量!

c

是学生层面解释变量个数$

"

.

A

指学生层面随机误差项%在学校层面!

$

))

是学校层面截距项$)学校特征
A

*为学校层面控制变量!

+

指第
-

个学生层

面解释变量!

'

是学生层面解释变量个数$)学校自主
A

*和)教师参与决策
A

*

是本文最为关注的变量!依次代表学校决策自主程度+教师参与决策程度!

'

为学校自主对学业成就影响系数!

)

指教师参与决策对学业成就影响系数$

(

)

A

表示学校层面随机误差项$

#

J

A

`

$

J)

表示第
]

个学生层面解释变量相对应的

回归系数在学校层面是固定的%

表
!

!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 变量内容描述 均值,比例

学业

成就

数学素养 数学素养测试第一个合理值
D"(&(>I

"

>>&>FD

#

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测试第一个合理值
!@)&(@)

"

@)&AII

#

阅读素养 阅读素养测试第一个合理值
!D>&(AF

"

A@&I>F

#

个体

特征

女生
"

表示女生$

)

表示男生
!"&Db

普通初中
学生就读于普通初中七+八+九

年级
II&!b

D?A

年制的中职 学生就读于
D?A

年制中职
"&Ib

普通高中
学生就读于普通高中十+十一+十

二年级
FI&Fb

职业高中
学生就读于职业+技术高中十+十

一+十二年级
">&@b

本地出生 学生的出生地为上海
A>&"b

大陆其他省出生
学生的出生地为大陆其他省份"港

澳台除外#

">&Ib

港澳台出生 学生的出生地为港澳台地区
)&Ib

海外出生 学生的出生地为中国以外的国家
"&"b

家庭

背景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FA"

"

)&>AF

#

双亲家庭
学生与父亲(继父及母亲(继母一起

生活
@A&>b

单亲家庭
学生只与父亲+母亲+男性监护人+

女性监护人中的一位一起生活
>&!b

其他 学生不与父母一起生活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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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变量内容描述 均值,比例

学校

特征

教学人员短缺 校长感知的教学人员短缺
)&AI!

"

"&((>

#

学校教育资源质量 校长感知的学校教育资源质量
)&"@(

"

"&((D

#

学校基础设施质量 校长感知的学校基础设施质量
?)&"()

"

"&"")

#

学校规模 学校的学生数量
"I")&@FD

"

>>A&@)>

#

班级规模 每个班级的学生数
F>&"(D

"

A&DF@

#

生师比 学生对教师的比例
"(&)>I

"

!&F"F

#

具备资格的教师比例 具备职业资格的教师比例
)&>DA

"

)&)@!

#

民办学校
"

表示独立的民办学校$

)

表示公办

学校
>&Fb

学校

分权

决策者

学校决策自主指数
校长+教师或学校管理委员会对学

校各个领域负有自主权
?)&)((

"

)&@AF

#

教师参与决策指数 教师参与学校管理决策
?)&DI)

"

"&(!>

#

决策领域

学校自主分项

学校职员配备自主
校长+教师或学校管理委员会对学

校任命教师和解雇教师负有自主权
)&@D@

"

)&(@D

#

学校教师薪酬自主

校长+教师或学校管理委员会对学

校建立教师起薪和决定教师工资增

长负有自主权

)&(>!

"

)&IF)

#

学校财政预算自主

校长+教师或学校管理委员会对学

校制定学校预算和调配校内经费负

有自主权

)&A@>

"

)&(@>

#

学校学生事务自主

校长+教师或学校管理委员会对学

校建立学生纪律政策+建立学生评

价政策+批准学生入学负有自主权

)&@I!

"

)&((I

#

学校课程与教学自主

校长+教师或学校管理委员会对学

校选择教材+决定教学内容+决定

教学课程负有自主权

)&DAA

"

)&F>>

#

教师参与决策分项

教师参与职员配备 教师参与任命教师和解雇教师
)&)AA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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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变量内容描述 均值,比例

学校

分权

教师参与教师薪酬
教师参与建立教师起薪和决定教师

工资增长
)&)FI

"

)&"D"

#

教师参与财政预算
教师参与制定学校预算和调配校内

经费
)&)D@

"

)&"@(

#

教师参与学生事务
教师参与建立学生纪律政策+建立

学生评价政策+批准学生入学
)&(AI

"

)&F!D

#

教师参与课程与教学
教师参与选择教材+决定教学内容+

决定教学课程
)&FI(

"

)&I)>

#

!!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
"

!

信度

指数名 题项 克隆巴赫系数

学校决策自主指数

教师参与决策指数

"

+任命教师$

(

+解雇教师$

F

+建立教师起薪$

I

+决定教师工资增长$

!

+制定学校预算$

D

+调

配校内经费$

A

+建立学生纪律政策$

@

+建立学生

评价政策$

>

+批准学生入学$

")

+选择教材$

""

+

决定教学内容$

"(

+决定教学课程%

)&AFD!

)&@(((

学校资源

教学人员短缺

"

+缺乏有资格的教师$

(

+缺乏有资格的数学教

师$

F

+缺乏有资格的语言教师$

I

+缺乏有资格的

其他学科教师%

)&>(FF

学校教育资源质量

"

+科学实验室设备短缺$

(

+教学材料短缺$

F

+

教学计算机短缺$

I

+没有网络链接$

!

+教学软件

短缺$

D

+图书馆材料短缺%

)&>)D)

学校基础设施质量
"

+学校建筑和操场短缺$

(

+冷暖气和电力系统短

缺$

F

+教学空间不足%

)&@(>"

四+研究结果

#一$学校分权与学生学业成就相关分析的结果

表
F

显示!首先!从整体来看!学校决策自主指数与学生数学和科学素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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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学生阅读素养并无显著关联%具体到学校各个领

域自主!课程和教学自主与学生数学+科学与阅读素养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

关!教师薪酬自主只与学生科学与阅读素养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与学生数

学素养无显著相关%另外!职员配备自主+财政预算自主和学生事务自主与

学生数学+科学与阅读素养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其次!从整体来看!教师参与决策指数与学生素养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具体到教师参与不同领域的决策!教师参与课程与教学决策与学生数学+科

学素养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学生阅读素养无显著相关$教师参与薪酬决

策与学生数学+阅读素养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学生科学素养无显著相关%

此外!教师参与领域中的职员配备+财政预算+学生事务决策与学生数学+

科学与阅读素养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从上述结果看到!权力下放到学校层级未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

有时反而不利于提高学生学业成就%在学校分权基础上!鼓励教师更多参与

学校决策更能提高学生学业成就%可是!上述结果仅是相关分析的结果!因

此下节将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学校分权对学生学业成就的

影响%

表
A

!

学校分权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相关系数

数学素养 科学素养 阅读素养

学校决策自主指数
?)&)(@!

$

?)&)(>!

$

?)&)("D

学校决策自主分项

学校职员配备自主
)&)>"!

$$$

)&)@AD

$$$

)&)AA!

$$$

学校教师薪酬自主
?)&)(!" ?)&)F)F

$

?)&)F@@

$$

学校财政预算自主
)&)F@!

$$

)&)I"(

$$

)&)IFI

$$

学校学生事务自主
)&)(@@

$

)&)F!!

$

)&)!()

$$$

学校课程与教学自主
?)&")I(

$$$

?)&")II

$$$

?)&)>"D

$$$

教师参与决策指数
)&)!>!

$$$

)&)!DF

$$$

)&)A(@

$$$

教师参与决策分项

教师参与职员配备
)&"!D(

$$$

)&"DFI

$$$

)&"D""

$$$

教师参与教师薪酬
)&)FF!

$

)&)"I>

)&)(>)

$

教师参与财政预算
)&)DD>

$$$

)&)DAA

$$$

)&)D@>

$$$

教师参与学生事务
)&)@>A

$$$

)&)@!A

$$$

)&)>@!

$$$

教师参与课程与教学
?)&)F"F

$

?)&)FFF

$

?)&)"II

!!

注&

$

X'

)&"

!

$$

X'

)&)!

!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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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分权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

如表
I

所示!本文采用多层回归模型分析学校分权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

响%首先利用零模型将学生学业成就差异分为学校间和学校内两部分!结果

发现上海学生的数学素养+科学素养和阅读素养学校间差异占各自总差异的

比例分别为
IA&FIb

+

ID&@)b

和
IA&DDb

$然后依次加入学生及家庭背景+

学校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最后在控制这些变量基础上分别加入学校自主和教

师参与决策变量来考察学校分权的两大范畴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

"&

学生及家庭背景+学校特征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

如表
I

中模型
"

结果所示!控制学生及家庭背景变量后发现!被解释的

数学素养+科学素养和阅读素养总差异依次为
FI&(Fb

+

FF&!)b

+

F"&@Fb

!

表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从校间差异来看!学生及家庭背景因素能够解释数

学素养校间差异的
DA&@Db

!科学素养校间差异的
DD&@Db

!阅读素养校间差

异的
D(&I)b

!因而上海数学素养+科学素养和阅读素养校间差异占总差异

的比例与零模型相比变小!依次为
(F&"Fb

+

(F&F(b

+

(D&(>b

%在解释变

量方面!女生数学+科学素养都显著低于男生!而阅读素养显著高于男生%

就读不同学校的学生学科素养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从高到低依次排序是普通

高中+普通初中+职业高中+

D?A

年中职%上海学生中出生于其他省份的学

生数学+科学素养均显著低于本地出生学生的素养!两者在阅读素养上并无

显著差异$而海外出生学生的数学与科学素养显著低于本地出生学生的素养!

阅读素养与本地出生学生无显著差异%另外!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

学科素养也越高%

模型
(

在模型
"

基础上加入学校特征控制变量发现!被解释的数学素养+

科学素养和阅读素养总差异依次为
FA&AAb

+

FD&FIb

+

FA&FDb

!表明模型

拟合优度较好%从校间差异来看!学生及家庭背景因素+学校特征能够解释

数学素养校间差异的
A!&F)b

!科学素养校间差异的
A(&@Ab

!阅读素养校间

差异的
AI&))b

%从学校特征解释变量来看!教学人员短缺越严重的学校!

学生学科素养反而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学生素养越高的学校越受学生及家长

的欢迎!造成班级学生数不断扩大!教师短缺情况严重%学校规模越大!学

生学科素养反而越高!这反映出学生及家长对优质学校的过度需求导致学校

规模不断扩大%另外!民办学校的学生学科素养显著地高于公办学校学生学

科素养%

(&

学校自主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

如表
I

所示!模型
F

以模型
(

为基础!加入学校决策自主指数!被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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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素养+科学素养和阅读素养总差异依次为
FA&>)b

+

FD&I!b

+

FA&F>b

!

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与相关分析所得出的负相关不同!回归结果表明学校

自主对学生学业成就无显著的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学校在不同领域决策自

主对学生学业成就无显著影响%为此!本文在模型
(

的基础上加入学校职员

配备+教师薪酬+财政预算+学生事务+课程与教学五个领域决策自主!进

一步分析学校在不同领域的决策自主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结果如表
!

所

示!其中学校财政预算自主对学生阅读素养具有显著正面作用%具体而言!

学校财政预算自主每提高
"

个单位!阅读素养成就平均增加
"(&!A@

分%学校

职员配备自主对学生数学素养具有显著正面作用%具体而言!职员配备自主

每提高
"

个单位!学生数学素养成就平均增加
"D&DI@

分%其中!学校财政预

算自主的效应与薛海平和王蓉"

()")

#对中国中东部农村地区的研究结果相反%

根据他们的研究论述!由于农村地区的教育财政相对拮据以及学校经费使用

过程监督机制不健全!学校拥有财政自主权容易出现挪用公用经费用于发放

教师福利的现象%因此!即便给予农村学校财政预算自主!学校仍难以有效

利用财务资源以提高学生学业成就%相反!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不但财

政相对充足!而且学校管理机制比较完善!学校比教育行政部门更加了解学

生需求!如果被给予财政预算自主!学校更有能力制定出符合学生需求的财

务预算!从而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业成就%此外!学校职员配备自主的正面效

应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薛海平和王蓉!

()")

#%这表明!无论在城市

还是在农村!学校职员配备自主赋予学校掌握人事权力!有利于合理配置教

师资源!建立有效的教师激励制度$与此相反!人事权的集中可能会带来不

合理的教师资源配置!并不利于学生学业成就%

F&

教师参与决策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

如表
I

所示!模型
I

以模型
(

为基础!加入教师参与决策指数!被解释

的数学素养+科学素养和阅读素养总差异依次为
F@b

+

FD&!!b

+

FA&!@b

!

该模型的拟合度也较好%如模型
I

所示!与相关分析结果一致!教师参与决

策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业成就!而且作用非常显著%具体而言!教师参与决策

指数每提高
"

个单位!数学+科学和阅读素养成就平均增加
I&FA"

分+

F&!ID

分和
F&I

分%该结果与解洪涛等人"

()"!

#对东亚十国的研究得出的结果一致%

显然!教师是在日常工作中直接接触到学生的群体!他们参与学校决策能够

及时反映和配合学生的需求%另一方面!当教师受到鼓舞和被赋予权力时!

会更加关心学校事务!拥有更大的自我效能感"

#$%.-2]

=

!

())A

#%上述因素

均能促使教师不断改进教学!从而提高学生学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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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学
校
分
权
对
学
生
学
业
成
就
的
影
响

数
学
素
养

科
学
素
养

阅
读
素
养

模
型
１

学
生
及

家
庭
背
景

模
型
２

＋
学
校
特
征

模
型
３

＋
学
校
自
主

模
型
４

＋
教
师

参
与
决
策

模
型
１

学
生
及

家
庭
背
景

模
型
２

＋
学
校
特
征

模
型
３

＋
学
校
自
主

模
型
４

＋
教
师

参
与
决
策

模
型
１

学
生
及

家
庭
背
景

模
型
２

＋
学
校
特
征

模
型
３

＋
学
校
自
主

模
型
４

＋
教
师

参
与
决
策

常
数
项

６７
８．
１５
６



６２
０．
３９
９



６２
３．
７６
７



６２
２．
３８
２



６３
１．
１９
７



５７
８．
４８
７



５８
１．
１７
４



５８
０．
０９
７



５９
９．
７６
３



５４
１．
１７
４



５４
３．
１１
０



５４
２．
７１
２




（ ４
．
９０
５
）

（ ４
９．
３５
８
）

（ ５
１．
４２
０
）

（ ５
１．
３６
１
）

（ ３
．
７６
２
）

（ ３
７．
７８
０
）

（ ３
９．
４１
０
）

（ ３
９．
２８
８
）

（ ３
．
８８
６
）

（ ３
３．
９１
６
）

（ ３
４．
７５
９
）

（ ３
４．
７０
７
）

学
生
及
家
庭
背
景

女
生
（参
照
组
：男
生
）

－
１５
．
１６
１



－
１５
．
２６
１



－
１５
．
２７
２



－
１５
．
２７
２



－
１２
．
０３
０



－
１２
．
１２
５



－
１２
．
１３
４



－
１２
．
１３
４



１５
．
８４
５



１５
．
７７
７



１５
．
７７
０



１５
．
７７
０




（ ２
．
１１
６
）

（ ２
．
１２
１
）

（ ２
．
１２
０
）

（ ２
．
１１
９
）

（ １
．
８０
０
）

（ １
．
８０
３
）

（ １
．
８０
２
）

（ １
．
８０
１
）

（ １
．
７４
６
）

（ １
．
７４
９
）

（ １
．
７４
９
）

（ １
．
７４
９
）

学
校
类
型
（参
照
组
：普
通
高
中
）

普
通
初
中

－
６１
．
８３
５



－
６１
．
１１
９



－
６１
．
６２
１



－
６１
．
４７
８



－
４３
．
５１
５



－
４２
．
２６
８



－
４２
．
６３
３



－
４２
．
５２
５



－
３８
．
５０
４



－
３８
．
７９
７



－
３９
．
０４
１



－
３９
．
０７
８




（ ７
．
１９
２
）

（ ６
．
８２
３
）

（ ６
．
８４
７
）

（ ６
．
７９
４
）

（ ５
．
２０
６
）

（ ５
．
００
２
）

（ ５
．
００
４
）

（ ４
．
９８
３
）

（ ５
．
６５
１
）

（ ５
．
３０
１
）

（ ５
．
３１
４
）

（ ５
．
２８
２
）

６
－
７
年
中
职

－
１４
７．
３２
４


 －
１４
７．
５９
４


 －
１５
２．
９４
９


 －
１４
８．
７１
６


 －
１２
６．
２１
２


 －
１２
５．
４４
５


 －
１２
９．
６９
４


 －
１２
６．
３４
０



－
９７
．
９０
５



－
９４
．
５９
５



－
９７
．
６５
３



－
９５
．
４７
４




（ １
０．
５６
６
）

（ １
１．
８０
９
）

（ １
４．
５９
９
）

（ ９
．
２６
６
）

（ ５
．
１４
１
）

（ ７
．
９０
８
）

（ １
０．
０２
７
）

（ ６
．
７６
３
）

（ ７
．
６１
７
）

（ ７
．
６４
０
）

（ ９
．
５２
１
）

（ ６
．
２９
９
）

职
业
高
中

－
１１
９．
２４
７


 －
１２
２．
６７
０


 －
１２
５．
５１
８


 －
１２
４．
２１
０



－
９３
．
４４
６



－
９５
．
９３
１



－
９８
．
１６
３



－
９７
．
１５
１



－
８４
．
１６
１



－
９３
．
９９
６



－
９５
．
５９
３



－
９５
．
１８
７




（ ７
．
０７
６
）

（ ９
．
７７
８
）

（ １
０．
３８
１
）

（ ９
．
８３
９
）

（ ５
．
７３
１
）

（ ７
．
８６
８
）

（ ８
．
３７
７
）

（ ７
．
８６
９
）

（ ５
．
８１
０
）

（ ７
．
７８
４
）

（ ８
．
３０
６
）

（ ７
．
７４
２
）

出
生
地
（参
照
组
：本
地
出
生
）

大
陆
其
他
省
出
生

－
９．
７０
５



－
９．
５１
２



－
９．
５４
４



－
９．
５７
０



－
５．
８４
８


－
５．
６３
４


－
５．
６５
５


－
５．
６７
４



－
４．
５６
１


－
４．
２９
１

－
４．
３０
４

－
４．
３２
８

（ ３
．
３７
７
）

（ ３
．
４１
９
）

（ ３
．
４１
９
）

（ ３
．
４１
８
）

（ ２
．
６６
９
）

（ ２
．
７０
６
）

（ ２
．
７０
４
）

（ ２
．
７０
７
）

（ ２
．
６７
１
）

（ ２
．
６９
２
）

（ ２
．
６９
０
）

（ ２
．
６９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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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数
学
素
养

科
学
素
养

阅
读
素
养

模
型
１

学
生
及

家
庭
背
景

模
型
２

＋
学
校
特
征

模
型
３

＋
学
校
自
主

模
型
４

＋
教
师

参
与
决
策

模
型
１

学
生
及

家
庭
背
景

模
型
２

＋
学
校
特
征

模
型
３

＋
学
校
自
主

模
型
４

＋
教
师

参
与
决
策

模
型
１

学
生
及

家
庭
背
景

模
型
２

＋
学
校
特
征

模
型
３

＋
学
校
自
主

模
型
４

＋
教
师

参
与
决
策

港
澳
台
出
生

２５
．
７０
７

２５
．
５９
０

２５
．
５１
１

２５
．
７２
２

１５
．
７０
２

１５
．
９９
１

１５
．
９４
１

１６
．
１０
９

１４
．
４１
５

１４
．
５４
６

１４
．
５０
５

１４
．
６５
１

（ １
８．
２１
７
）

（ １
８．
４６
３
）

（ １
８．
５０
２
）

（ １
８．
４７
４
）

（ １
３．
７７
７
）

（ １
３．
８９
９
）

（ １
３．
９２
６
）

（ １
３．
８７
８
）

（ １
０．
５５
０
）

（ １
０．
６６
６
）

（ １
０．
６７
０
）

（ １
０．
６１
８
）

海
外
出
生

－
２３
．
５３
７



－
２２
．
９１
２



－
２２
．
９５
７



－
２２
．
８０
２



－
１８
．
９８
０


－
１８
．
３７
２


－
１８
．
４０
０


－
１８
．
２８
０



－
５．
５２
３

－
４．
８１
５

－
４．
８３
５

－
４．
７２
９

（ ８
．
３４
２
）

（ ８
．
４６
１
）

（ ８
．
４５
３
）

（ ８
．
４５
０
）

（ ７
．
４０
３
）

（ ７
．
４１
２
）

（ ７
．
３９
６
）

（ ７
．
３７
９
）

（ ８
．
０７
８
）

（ ８
．
１５
７
）

（ ８
．
１４
３
）

（ ８
．
１１
９
）

家
庭
结
构
（参
照
组
：双
亲
家
庭
）

单
亲
家
庭

９．
０９
４



９．
０５
５



９．
０９
８



９．
０４
４




３．
１２
２

３．
１２
９

３．
１６
１

３．
１２
２

６．
３８
５




６．
３３
３



６．
３５
８



６．
３２
５



（ ３
．
４５
７
）

（ ３
．
４６
６
）

（ ３
．
４６
４
）

（ ３
．
４６
８
）

（ ２
．
７０
５
）

（ ２
．
７０
９
）

（ ２
．
７０
５
）

（ ２
．
７０
９
）

（ ２
．
４７
９
）

（ ２
．
４７
６
）

（ ２
．
４７
５
）

（ ２
．
４７
８
）

其
他

－
１２
．
６９
７

－
１２
．
５６
３

－
１２
．
５５
６

－
１２
．
５６
１

－
１９
．
１４
０



－
１８
．
９９
９



－
１８
．
９９
３



－
１８
．
９９
７



－
１６
．
５０
３



－
１６
．
４２
６



－
１６
．
４１
７



－
１６
．
４２
３




（ ７
．
６２
５
）

（ ７
．
５７
２
）

（ ７
．
５７
４
）

（ ７
．
５７
１
）

（ ６
．
７１
９
）

（ ６
．
６７
４
）

（ ６
．
６７
１
）

（ ６
．
６６
８
）

（ ６
．
２７
８
）

（ ６
．
２３
９
）

（ ６
．
２３
７
）

（ ６
．
２３
３
）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指
数

１１
．
０１
８



１０
．
５４
１



１０
．
４７
４



１０
．
４７
０



１１
．
０９
９



１０
．
６８
６



１０
．
６３
３



１０
．
６２
８



９．
３５
４




９．
０２
２




８．
９７
９



８．
９６
８




（ １
．
６９
１
）

（ １
．
６６
１
）

（ １
．
６７
４
）

（ １
．
６５
８
）

（ １
．
３１
８
）

（ １
．
３０
８
）

（ １
．
３１
４
）

（ １
．
３０
８
）

（ １
．
２４
５
）

（ １
．
２４
２
）

（ １
．
２４
９
）

（ １
．
２３
７
）

学
校
特
征

教
学
人
员
短
缺

－
６．
１８
０


－
５．
９１
４


－
５．
８２
３



－
６．
１４
３



－
５．
９３
３



－
５．
８５
６



－
５．
８０
４


－
５．
６５
４


－
５．
５２
６



（ ２
．
９４
１
）

（ ２
．
８６
９
）

（ ２
．
９３
３
）

（ ２
．
３１
３
）

（ ２
．
２３
２
）

（ ２
．
２８
７
）

（ ２
．
３６
８
）

（ ２
．
３３
６
）

（ ２
．
３５
０
）

学
校
教
育
资
源
质
量

－
１．
０８
８

－
０．
９８
４

－
０．
３９
４

－
２．
５７
１

－
２．
４８
９

－
２．
００
８

０．
４４
５

０．
５０
３

０．
９８
６

（ ３
．
７５
１
）

（ ３
．
６６
９
）

（ ３
．
７８
１
）

（ ２
．
９５
１
）

（ ２
．
９１
４
）

（ ２
．
９９
９
）

（ ３
．
０１
７
）

（ ２
．
９９
４
）

（ ３
．
０７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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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数
学
素
养

科
学
素
养

阅
读
素
养

模
型
１

学
生
及

家
庭
背
景

模
型
２

＋
学
校
特
征

模
型
３

＋
学
校
自
主

模
型
４

＋
教
师

参
与
决
策

模
型
１

学
生
及

家
庭
背
景

模
型
２

＋
学
校
特
征

模
型
３

＋
学
校
自
主

模
型
４

＋
教
师

参
与
决
策

模
型
１

学
生
及

家
庭
背
景

模
型
２

＋
学
校
特
征

模
型
３

＋
学
校
自
主

模
型
４

＋
教
师

参
与
决
策

学
校
基
础
设
施
质
量

－
０．
１２
０

－
０．
４４
１

－
０．
４４
７

１．
０１
１

０．
７５
７

０．
７４
６

－
２．
８６
５

－
３．
０４
９

－
３．
１２
１

（ ３
．
６７
１
）

（ ３
．
５９
９
）

（ ３
．
６０
０
）

（ ２
．
７４
９
）

（ ２
．
７２
４
）

（ ２
．
７０
６
）

（ ２
．
６６
９
）

（ ２
．
６７
２
）

（ ２
．
６８
９
）

学
校
规
模

０．
０１
７



０．
０１
７



０．
０１
６




０．
０１
３



０．
０１
３



０．
０１
２




０．
０１
８



０．
０１
８



０．
０１
７




（ ０
．
００
４
）

（ ０
．
００
４
）

（ ０
．
００
４
）

（ ０
．
００
３
）

（ ０
．
００
３
）

（ ０
．
００
３
）

（ ０
．
００
３
）

（ ０
．
００
３
）

（ ０
．
００
３
）

班
级
规
模

０．
５７
０

０．
５６
８

０．
５２
４

０．
４０
０

０．
３９
８

０．
３６
２

０．
３７
８

０．
３７
６

０．
３４
２

（ ０
．
４１
１
）

（ ０
．
４１
５
）

（ ０
．
４０
９
）

（ ０
．
３８
６
）

（ ０
．
３９
０
）

（ ０
．
３８
３
）

（ ０
．
３３
２
）

（ ０
．
３３
８
）

（ ０
．
３２
８
）

生
师
比

－
３．
１２
５



－
３．
０７
２



－
２．
８７
３




－
２．
３７
４



－
２．
３３
３



－
２．
１７
１




－
２．
４５
２



－
２．
４２
３



－
２．
２５
６




（ ０
．
８２
３
）

（ ０
．
８１
６
）

（ ０
．
８４
３
）

（ ０
．
７２
１
）

（ ０
．
７１
８
）

（ ０
．
７３
２
）

（ ０
．
６２
０
）

（ ０
．
６２
０
）

（ ０
．
６２
７
）

具
备
资
格
的
教
师
比
例

５１
．
６８
５

４９
．
０２
０

５３
．
５４
４

５０
．
８１
５

４８
．
６８
２

５２
．
３１
０

５１
．
０９
９

４９
．
５５
７

５２
．
５４
７

（ ４
５．
９８
１
）

（ ４
８．
２６
４
）

（ ４
７．
８７
２
）

（ ３
３．
２１
９
）

（ ３
５．
１０
９
）

（ ３
４．
８８
２
）

（ ３
２．
０７
４
）

（ ３
２．
９７
１
）

（ ３
２．
５８
０
）

民
办
学
校
（参
照
组
：公
办
学
校
）

５０
．
２３
０



４６
．
５４
０



４７
．
９１
２




３２
．
２１
５



２９
．
２７
６


３０
．
３３
３




４４
．
６８
３



４２
．
５６
４



４２
．
８８
０




（ １
２．
９７
３
）

（ １
４．
２０
４
）

（ １
３．
４９
２
）

（ １
１．
０４
７
）

（ １
１．
６８
９
）

（ １
１．
２２
５
）

（ １
１．
００
８
）

（ １
１．
４６
４
）

（ １
１．
０６
１
）

学
校
分
权

学
校
决
策
自
主
指
数

４．
９９
３

３．
９７
４

２．
８６
９

（ ３
．
９０
１
）

（ ３
．
１９
１
）

（ ３
．
０５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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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数
学
素
养

科
学
素
养

阅
读
素
养

模
型
１

学
生
及

家
庭
背
景

模
型
２

＋
学
校
特
征

模
型
３

＋
学
校
自
主

模
型
４

＋
教
师

参
与
决
策

模
型
１

学
生
及

家
庭
背
景

模
型
２

＋
学
校
特
征

模
型
３

＋
学
校
自
主

模
型
４

＋
教
师

参
与
决
策

模
型
１

学
生
及

家
庭
背
景

模
型
２

＋
学
校
特
征

模
型
３

＋
学
校
自
主

模
型
４

＋
教
师

参
与
决
策

教
师
参
与
决
策
指
数

４．
３７
１


３．
５４
６


３．
３９
９


（ ２
．
２７
４
）

（ １
．
９５
２
）

（ １
．
８６
９
）

校
间
差
异

１５
１８
．
６３

１１
６７
．
１５

１１
５４
．
０１

１１
４４
．
２７

１０
１２
．
５７

８２
９．
０９

８２
１．
６７

８１
４．
９５

１１
０５
．
３３

７６
４．
４３

７６
２．
６８

７５
０．
７０

校
内
差
异

５０
４６
．
２１

５０
４４
．
２０

５０
４４
．
７５

５０
４４
．
４９

３３
２９
．
２１

３３
２７
．
５５

３３
２７
．
８５

３３
２７
．
６８

３０
９９
．
２７

３０
９９
．
０９

３０
９９
．
３１

３０
９９
．
２９

被
解
释
的
校
间
差
异

６７
．
８６
％

７５
．
３０
％

７５
．
５８
％

７５
．
７８
％

６６
．
８６
％

７２
．
８７
％

７３
．
１１
％

７３
．
３３
％

６２
．
４０
％

７４
．
００
％

７４
．
０６
％

７４
．
４６
％

被
解
释
的
校
内
差
异

４．
００
％

４．
０４
％

４．
０３
％

４．
０３
％

４．
１５
％

４．
２０
％

４．
１９
％

４．
２０
％

４．
００
％

４．
０１
％

４．
００
％

４．
００
％

总
差
异

６５
６４
．
８４

６２
１１
．
３５

６１
９８
．
７５

６１
８８
．
７６

４３
４１
．
７８

４１
５６
．
６４

４１
４９
．
５２

４１
４２
．
６３

４２
０４
．
６

３８
６３
．
５２

３８
６１
．
９９

３８
４９
．
９９

被
解
释
的
总
差
异

３４
．
２３
％

３７
．
７７
％

３７
．
９０
％

３８
．
００
％

３３
．
５０
％

３６
．
３４
％

３６
．
４５
％

３６
．
５５
％

３１
．
８３
％

３７
．
３６
％

３７
．
３９
％

３７
．
５８
％

　
　
注
：
ｐ
＜
０．
１
，

ｐ
＜
０．
０５
，


ｐ
＜
０．
０１
；表
内
为
多
层
线
性
回
归
系
数
，括
号
内
为
稳
健
标
准
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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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Q

!

学校在各领域决策自主*教师参与各领域决策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

数学素养 科学素养 阅读素养

常数项
!@I&I">

$$$

D"I&!!"

$$$

!I>&!D(

$$$

!AI&>"I

$$$

!">&D")

$$$

!FD&>!>

$$$

"

!(&"@>

# "

!"&()A

# "

F>&>>F

# "

F@&DI>

# "

FA&(D@

# "

FI&ID@

#

学校决策自主分项

学校职员配备自主
"D&DI@

$

"(&I"( A&@AF

"

>&))A

# "

A&>FF

# "

A&"@I

#

学校教师薪酬自主
?!&D!F ?F&I@D ?>&@FI

"

@&AD>

# "

@&)(F

# "

D&AAI

#

学校财政预算自主
"!&F"D "F&!)A

"(&!A@

.

"

>&DA)

# "

@&>>!

# "

A&AF(

#

学校学生事务自主
I&@FF I&@I" @&I)I

"

"(&AF@

# "

")&A@)

# "

>&A)F

#

学校课程与教学自主
I&()F "&DD> !&)A"

"

@&!@(

# "

A&!DA

# "

D&!"@

#

教师参与决策分项

教师参与职员配备
F)&III

$$

(>&!I!

$$$

(F&I)A

$

"

"(&@(I

# "

")&F((

# "

"(&)@>

#

教师参与教师薪酬
?(D&D@@

?FI&@D)

$$

?(!&D)D

$$

"

"A&FD!

# "

"A&IAF

# "

""&DIA

#

教师参与财政预算
?!&@>A ?F&D"> ?A&)ID

"

"@&D("

# "

"I&@F"

# "

"I&!I@

#

教师参与学生事务
F&@>( (&)@) F&)>A

"

""&"DA

# "

@&>I>

# "

>&F@>

#

教师参与课程与教学
@&("@ @&(AA @&("A

"

@&D)D

# "

D&!)I

# "

D&>("

#

控制变量
a a a a a a

校间差异
""!F&F" ""IA&IA @(F&DF A>F&I" A!D&(I AI@&"(

校内差异
!)II&F( !)IF&D> FF(A&!A FF(A&(! F)>>&F@ F)>@&@)

被解释的校间差异
A!&!>b A!&A(b AF&)!b AI&)Fb AI&(Ab AI&!!b

被解释的校内差异
I&)Fb I&)!b I&()b I&("b I&))b I&)(b

总差异
D">A&DF D">"&"D I"!"&() I"()&DD F@!!&D( F@ID&>(

被解释的总差异
FA&>"b FA&>Ab FD&I(b FD&@>b FA&I>b FA&DFb

!!

注&

$

X'

)&"

!

$$

X'

)&)!

!

$$$

X'

)&)"

!

.&

显著度水平为
")&Db

$表内为多层线性回归系数!括

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模型
(

中的变量即本表中的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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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模型
(

的基础上加入教师参与职员配备+教师薪酬+财政预算+

学生事务+课程与教学五个领域决策!进一步分析教师参与不同领域决策对

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结果如表
!

所示!首先!教师参与职员配备决策对学

生学科素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教师参与职员配备决策每提高
"

个单位!数学+科学和阅读素养成就平均增加
F)&III

+

(>&!I!

和
(F&I)A

分%

教师参与职员配备决策既可以通过赋权使得教师更加关心学校事务!拥有更

大的自我效能感!也可以发挥教师的专业知识!为学校挑选合适的教师%其

次!教师参与薪酬决策显著地不利于提高学生科学和阅读素养!对数学素养

的负面影响不显著%具体而言!教师参与薪酬决策每提高
"

个单位!科学和

阅读素养成就平均减少
FI&@D)

和
(!&D)D

分%中国的教师工资由岗位工资+

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补贴四部分构成%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基本按照全

国统一标准执行!但绩效工资并无统一标准!教师绩效工资考评细则通常由

学校自行制定!一般以乡镇初中+中心学校或完全小学+县直接管理的学校

为单位进行"范先佐和付卫东!

()""

#%中国情境下的教师参与薪酬决策通常

指学校领导+班主任+教研组长和德育处负责人等教师代表组成考评小组对

全校教职工绩效进行考核%显而易见!这样的教师参与决策导致学校内部往

往完全按照行政级别分配绩效工资!出现)管理人员拿上限!后勤服务人员拿

下限!普通教师拿平均数*的现象"范先佐和付卫东!

()""

#!无法充分调动普

通教师工作积极性!也不利于提高学生学业成就%

五+结论与启示

#一$总结

本文发现!学校分权的两个维度!即)学校自主*及)教师参与决策*!对

学生学业成就具有不同的影响%就学校自主而言!学校决策自主指数对学生

学业成就"数学+科学和阅读素养#无影响!但具体到不同决策领域!学校财

务预算自主有利于提高学生阅读素养!职员配备自主有利于提高学生数学素

养%另一方面!就教师参与决策而言!整体教师参与决策指数越高越有利于

提高学生学业成就%具体到不同决策领域!教师参与职员配备决策有利于提

高学生学科素养%可是!教师参与教师薪酬决策反而不利于提高学生科学和

阅读素养%

整体而言!权力下放到学校层级对学生学业成就并无显著影响!而在学

校分权基础上鼓励教师参与学校决策能够真正提高学生学业成就%按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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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的对象!学校分权存在四种模式"

N5<

X

+

=

.-4W80]

!

">>!

#&行政控制

型+专业控制型+社区控制型+平衡控制型%每种模式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

响不尽相同%本文度量的学校决策自主指数是指校长+教师或学校管理委员

会任何一方拥有某项事务的自主权!所代表的学校分权可能是四种中的任何

一种模式!这可能导致学校自主对学生学业成就无显著影响%相比之下!教

师参与决策所代表的专业控制型!则能发挥教师的专业作用!对提高学生学

业成就有积极影响%

虽然整体上看教师参与决策对提高学生学业成就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

具体到不同领域!并非将不同领域的权力下放给教师都会提高学生的学业

成就%

第一!职员配备权力无论下放到学校层面还是下放到教师层面!都有利

于提高学生数学素养$而权力下放到教师层面才有利于提高学生科学和阅读

素养%与教育行政部门相比!学校及教师更了解本校各个学科教师需求量!

因此!无论学校还是教师拥有职员配备自主权都能满足学校及学科发展的需

求%可是!相比之下!教师拥有职员配备自主权不但能够满足学校对教师数

量的需求!而且能够招募到高质量的教师%由此可见!职员配备权力下放给

教师更能提高学生素养%

第二!财政预算权力下放到学校层面对学生阅读素养产生正面影响!权

力进一步下放到教师层面对学生学科素养并无影响%这表明财政预算权力下

放到学校层面已经足够%由于学校比教育行政部门更加了解学生需求!如果

被给予财政预算自主!则更有能力制定出符合学生需求的财务预算%

第三!教师薪酬权力下放到学校层面对学生学科素养并无影响!下放到

教师层面反而不利于提高学生科学和阅读素养%根据范先佐和付卫东"

()""

#

的调查!绩效工资实施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中心学校往往本

着本校教师利益为上的原则分配绩效工资!忽视其他学校教师利益!扩大了

学校间教师工资差异%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情境下的教师参与薪酬决

策可能出现)管理人员拿上限!后勤服务人员拿下限!普通教师拿平均数*的

现象%前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学校拥有薪酬自主权无法提高整体的学生学

业成就!后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教师参与决策并不利于提高学生学业成就%

第四!在现有)校本课程*+)校本教研*制度下衍生出的课程与教学决策

自主权却对学生学业成就无影响%尽管,教师法-赋予教师课程与教学自主权

以及)新课改*再三强调校本课程与教学!但是在)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

下教育行政部门仍以)划桨式*的管理模式干预教师课程与教学自主!会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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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进行频繁检查+验收"吴志宏!

())(

#%此外!在教师绩效工资制度中教师

评价的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宁本涛!

()"I

#!形成外部控制的问责制度!进

一步限制教师课程与教学自主%换言之!从表面上看!这些校本实践似乎给

予学校或教师更多的课程与教学自主权!但是实际上并未将自主权力下放给

学校或者教师%

第五!学生事务权力无论下放给学校还是教师对学生学业成就都无显著

影响%根据
JKEV()"(

统计结果!在学生纪律+学生评价及学生入学三方面

拥有自主权的上海学校分别占
>D&)@b

+

>I&F>b

和
DF&)@b

%可以推测!上

海学校的学生事务自主权比较大!校间差异比较小!因而本文未观察到学生

事务自主对学业成就的影响%

#二$启示

近年!国家非常重视改革和调整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于
()"!

年提出

)推进政校分开!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

制度*%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为进一步促进学校分权!可考虑以下建议&

第一!转变教育行政部门职能!切实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虽然中小学

办学自主权在不断扩大!学校在众多领域拥有决策权!但因为)以县为主*教

育管理体制的存在!教育行政部门仍在直接参与学校办学!学校自主并未真

正实现%因此!可通过以)校本管理*措施进一步促进学校分权!有助于破除

教育行政部门的过多干涉!实现)管办评*分离!真正把权力还给学校%与此

同时!政府同样需要处理好与学校的关系%一方面!倡导教育行政部门由行

政性的直接管理转变为综合性的间接管理$另一方面!将政府管理教育和学

校办学活动纳入法治轨道%

第二!学校分权要取得理想效果的关键在于教师参与决策%从本研究结

果来看!仅仅将权力下放到学校并不会对学生学业成就产生影响!而让教师

参与学校决策才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业成就%然而!受各种因素影响!教师可

能对参与学校决策产生懈怠%为此!学校分权需要充分考虑影响教师参与决

策的因素%首先!教师本身要改变一味服从的心态!充分利用参与权利$其

次!参与决策的形式要考虑到教师日常教学工作量大的特点!尽量避免增加

教师的额外负担$最后!学校要形成民主的管理风格!从而调动教师参与决

策的积极性%

第三!基于现有教育管理体制现状!有针对性地给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

主权%充分考虑不同领域集权与分权对学生学业成就影响的差异性!在县级

层面集权与学校分权之间实现平衡%根据本研究结果!可以将职员配备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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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放给学校!特别是要让教师参与职员配备%其次!可以将财务方面权力下

放给学校!充分体现学校预算自主%再次!可以继续完善目前)以县为主*教

师工资管理办法!与此同时!县教育行政部门还应掌握制定教师绩效工资的

权力%最后!本研究结果显示课程与教学是五个权力下放领域中学校拥有自

主权较高的领域!可是对学生学业成就并未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所以!未

来应深入研究和审视)校本课程*及)校本教研*制度!并进一步探索学校或教

师的课程与教学自主权怎样才能对学生学业成就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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